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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国建节协（2017）

40号）及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2023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国建

节协〔2023〕12号）的要求，由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组建编制组，

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证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和先进经验，并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技术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联系电话：

010-57811218，010-57811483，邮箱：biaoban@cabee.org)，由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及标准应用案例（包括政府部门采信证明文件、市场应用

情况、国际标准化组织或国外权威机构采信证明、评优示范工程案例等实施成效

材料）收集。标准应用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以及标准相关应用案例，请反馈

至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联系方式：***，邮箱：***，地址：北

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节能示范楼，邮编：100013）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 ：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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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测评，保证能效统计与测算的方法科

学，促进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提升与节能降碳，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中心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数据中心在成

为数字经济重要基础的同时，也已成为耗电大户之一，2020 年我国数据中心耗电

量突破 900 亿千瓦时。据部分市场调研机构测算，到 2030 年，我国数据中心耗电

量将超过 3800 亿千瓦时。业内常用 PUE 评价数据中心能源效率（一般以年计）,PUE

值越接近 1，表示一个数据中心的绿色化程度越高。

数据中心能耗是指数据中心各种用能设备消耗的能源总和，消耗的能源主要

是电能，不仅仅是作为数据中心核心的 IT 设备运行耗能，同时 IT 设备运行时散

发出大量的热量，而这些热量需要制冷空调系统将其转移，因此，制冷空调设备

与系统的耗电量也成为数据中心机房耗能的一大设备。降低数据机房的能耗，不

仅仅是降低 IT 设备运行能耗，同时也要降低制冷空调设备与系统的能耗。据一些

数据统计报告，除作为数据中心核心的 IT 服务器耗能占比高达 46%外，在基础设

施中，空调制冷能耗占比也最高，所以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节能亟待关注。

为落实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推动数据中心的节能减排，

国家发改委联合工信部等七部委于 2019 年 6 月发布《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

提出“加快制定数据中心能效标准，实施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能效提升工程。”

通过标准化测量和分析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指标，，可帮助运营商

降低能耗成本，提升绿色化水平，推动数据中心向低碳方向发展。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及扩建的以电力驱动的制冷空调系统的数据中心，

不适用于热驱动吸收式制冷机等非电力冷却系统的数据中心。

【条文说明】

新建数据中心,是指建设单位按照规定的程序立项,新开始建设的数据中心。

改建数据中心,是指建设单位将现有建筑改建成数据中心,或者将现有数据中

心机房重新改建成为新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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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数据中心,是指建设单位为了扩大数据中心的业务能力,对其进行增加数

据中心机柜数量或提高机柜功耗等扩大业务能力建设的数据中心。

目前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大多是以电力驱动的冷却系统，但是也存在个别

以热驱动吸收式制冷机等非电力冷却系统。

1.0.3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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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s

由信息设备场地（机房）其他基础设施、信息系统软硬件、信息资源（数据）

和人员及相应的规章制度组成的实体。

注：[来源: 《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1部分：术语》GB/T 32910.1—2017，

2.1]

【条文说明】

本条来源《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1 部分：术语》GB/T 32910.1-2017，目前

国内多个数据中心相关国家标准（例如《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9-2021）等均为此来源。

2.0.2 信息设备耗电量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information devices

各类信息设备所消耗电能的总和。

注：[来源:《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3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法》GB/T

32910.3-2016，3.3]

【条文说明】

本条来源《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3 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法》GB/T

32910.3-2016。

2.0.3 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 information equipments load rate（IELR）

信息设备实际用电负荷与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设计用电负荷之比，简称 IELR。

注：[来源:《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3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法》GB/T

32910.3-2016，3.13]

【条文说明】《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3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法》GB/T

32910.3-2016 将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分为以下轻载、半载、重载、满载

等几种情况，具体如下：

轻载: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小于 25%。

半载: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大于或等于 25%,小于 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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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大于或等于 50%,小于 75%；

满载: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大于或等于 75%,小于或等于 100%。

2.0.4 制冷空调系统耗电量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HVAC

数据中心内各类为信息设备提供空调与净化的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所消耗电

能的总和，包括但不限于所使用的末端空调设备、冷源设备、循环系统、新风系

统、群控系统等。

2.0.5 制冷空调系统能效季节性波动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data center

cooling system energy effectiveness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设备及系统的能效随季节性变化而产生变化的现象。

【条文说明】

制冷空调系统得能效不仅受室内空气参数的影响，同时也受室外气象参数的

影响，对于数据中心来说，室外气象参数影响更大。

2.0.6 制冷空调系统利用效率 HVAC usage effectiveness(AUE)

表征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利用效率的参数，其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耗电

量与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耗电量之比,用 AUE 表示。

【条文说明】

目前国内多个国家标准中分别使用 PUE、R、EEUE 等指标参数反应数据中心的

电能使用效率,但是这些指标与数据中心所处地理环境气候及采用制冷方式、安全

等级,IT 设备使用负荷率、IT 设备运行特点、数据中心运行维护特点等因素相关。

而数据中国中心的制冷空调系统利用效率则体现了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能耗与

IT 设备能耗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能耗与 IT 设备能耗之间的

比值,通过指标可以达成以下目的:

1）为新建数据中心确定制冷空调系统利用效率的设计目标;

2）为提高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利用效率提供数据基础。

由于数据中心 PUE 指标主要考虑了三种能耗:IT 设备能耗、配电损耗和制冷系

统能耗。数据中心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安全等级和 IT 设备使用负荷率等影响数

据中心 PUE。而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地理气候环境与 IT 设备使用负荷率则对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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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有着较大影响。

2.0.7 部分负荷制冷空调系统利用效率 AUE of IELR

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分别为设计负载的 25%、50%及 75%，按照制冷空调系统

能效测算方法进行测算的结果, 满载设计值用 AUE00表示，各部分负荷工况的分别

用 AUE25、AUE50、AUE75表示。

【条文说明】

根据目前的调研，目前国内大多数数据中心的年平均负载率为 20%～40%左右，

只有部分数据中心在个别时间段的负载率达到 50%～80%，所以通过设计负载下的

PUE,评价数据中心的运行阶段的能效有较大误差，大多数数据中心运行后的 PUE

监测值远高于可行性研究阶段或设计阶段规定的 PUE，影响了各地管理部门对数据

中心的能效管控及双碳管控的科学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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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设计应根据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以室内环境参

数及系统能效为约束性指标，科学合理的进行性能化设计。

【条文说明】

对于数据中心来说，信息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热，这些热量如果不能

及时排除，将导致机柜或主机房内温度升高，过高的温度将使电子元器件性能劣

化、出现故障，或者降低使用寿命。此外，制冷系统投资较大、能耗较高，运行

维护复杂。因此，空气调节系统设计应根据数据中心的等级，采用合理可行的制

冷空调系统，对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和节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数据中心能耗构成的比例,国内外很多企业和学者都做了大量的调查与

研究,虽然研究结果中各部分占比不尽相同,但能耗构成因素及排序基本相同。一

般来说，在一个 PUE 约为 2的传统的数据中心总能耗中,IT 设备能耗占比最高, 约

为50%;其次是制冷系统能耗,约占35%;再次是供配电系统能耗,约占10%,其中最主

要的是 UPS 设备的能耗,次之是变压器设备的能耗;最后是照明及其他能耗, 约占

5%。不同数据中心即使 PUE 值相同, 能耗占比也不同。根据数据中心能耗构成和

PUE 的计算公式,降低数据中心制冷系统的能耗,对降低 PUE 值最有效。因此, 数据

中心的节能措施主要围绕降低制冷系统的能耗开展。大幅降低数据中心 PUE 的有

效措施是采用自然冷却方式,最理想的是完全不采用消耗电能的机械制冷方式,

例如引入室外空气配合蒸发冷却进行制冷。要实现这种方式,一方面数据中心需要

选址建设在温度较低的寒冷地区;另一方面,可适当提高机房运行温度,最大程度

地利用室外空气进行自然冷却。近年来,PUE 被严重商业化,不少数据中心声称其

PUE 值已低于 1.2 甚至 1.1。然而,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未给出具体采用的节能措施、

PUE 的测量方式和计算方式等细节。业界也出现了人为操纵 PUE 值的现象,例如,

有人选择了最佳的测量时机,在户外很冷、照明系统全部关闭及用户几乎不在线时

测量, 甚至关闭冗余制冷系统才进行测量,这时测得的 PUE 值当然会很低,但该值

已经远远偏离了事实。经分析,业界宣称做到极低 PUE 值的数据中心一般具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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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者全部的特征:

1）采用各种自然冷却技术,不使用或者较少使用机械制冷,这样数据中心总能

耗中占比最高的制冷系统能耗大幅降低。

2）采用市电直供技术,由于没有 UPS 设备,供配电系统能耗中占比最高的 UPS

设备能耗就没有了,从而使 PUE 计算公式中分子部分的数据中心总能耗降低。

3）该数据中心为低等级数据中心, 供配电系统和制冷系统部分或者全部采用

无容错或无冗余设计。这样,供配电设备和制冷设备数量大幅减少,大大降低数据

中心总能耗中的供配电系统能耗和制冷系统能耗,使得 PUE 值大幅降低。

4）采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且在计算 PUE 时未将可再生能源能耗计

算入分子部分的数据中心总能耗。这样,若可再生能源用于完全驱动数据中心的制

冷系统, 在计算 PUE 时,分子部分中占比最高的制冷系统能耗为零。这种计算方法

与国外业界公认的可再生能源的能耗必须计算入数据中心总能耗的要求相违背。

5）该数据中心采用浸没式液冷等新型冷却方式,不使用传统机械制冷方式,计

算 PUE 时,分子部分的制冷系统能耗趋于零。

3.1.2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运行应在保证安全性及室内环境参数基础上，通

过数字化技术科学合理的提高系统能效。

【条文说明】

数据中心运行安全是其业务生命线，一次严重运行事故的损失，可能损失数

以百万，所以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将运行风险降至最低。

合理的室内环境参数是 IT 设备运行的基本条件。主机房区内的温度、露点温

度和相对湿度等对 IT 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中心节能非常重要。另外，由于空气

中的悬浮粒子有可能导致电子信息设备内部发生短路等故障，为了保障重要的电

子信息系统运行安全，本规范对数据中心主机房在静态或动态条件下的空气含尘

浓度做出了规定。

3.1.3 应对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系统能效及技术先进性进行评价，评价应贯

穿设计及运行全过程。

【条文说明】

为保证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测算与技术评价科学准确，需要通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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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技术，对其设计、施工及运行全过程进行核查和管理，进一步保证质量。

3.1.4 评价的对象应符合《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规定的数据中心的相关

要求，测算和评价的最小单元应采用独立配电及制冷空调的建筑单体或有明确物

理边界的数据中心。

【条文说明】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2017 规定数据中心与其他功能用房共建于同

一建筑内时，设置独立空调系统的原因如下：

(1)数据中心与其他功能用房对空调系统的可靠性要求不同；

(2)数据中心环境要求与其他功能用房的环境要求不同；

(3)空调运行时间不同；

(4)避免建筑物内其他部分发生事故(如火灾)时影响数据中心安全。

3.1.5 数据中心建设有余热回收利用系统，只对数据中心之外区域供热的系统，

AUE 计算时应剔除余热回收设备及系统的用电量；只对数据中心之内区域供热的系

统，AUE 计算时应计算余热回收设备及系统的用电量；二者兼有，按照供热量比例

划分设备及用电量。

3.2 能效等级

3.2.1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能效等级分为 3级，1级表示能效最高，各能效等级

的数值应不大于表 3.2.1 的规定。

表 3.2.1 制冷空调系统能效等级

指标
能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AUE 0.12 0.20 0.36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分级依据《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9-2021，并结

合对近 50 个数据中心项目的 PUE 与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进行分析，通过差值法所

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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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9-2021 规定：

表 1 数据中心能效等级指标

项 目 能效等级

数据中心电能比
1 2 3

1.20 1.30 1.50

3.2.2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能效设计与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3.2.2.1正常投入运行一个自然年以上的数据中心、AUE运行值不宜高于表3-2

中限定值的要求；

3.2.2.2 新建或改扩建后投产的数据中心，AUE 运行值应符合表 3-2 中准入值

的要求；

3.2.2-1 数据中心管理者应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和加强节能管理，使数据中心

AUE 运行值达到表 3.2.2 中先进值的要求。

表 3.2.2 数据中心能效指标（分区）

分区名称 引导值 准入值 限定值

严寒地区 0.12 0.20 0.30

寒冷地区 0.12 0.20 0.32

其他地区 0.12 0.20 0.36

【条文说明】

目前国内多数省市对数据中心能耗双控做了相应的规定，部分省市在《数据

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9-2021发布之后也相继发布了相关标准要求。

严寒地区参照内蒙古自治区《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限额》DB 15/T 2231—2021、

寒冷地区参照河北省《数据中心能源效率限额引导性指标》DB 13/T 5609-2022 规

定的 PUE 要求结合制冷空调系统的比例采用差值计算所得。

北京市《数据中心能源效率限额》DB11/T 1139-2023 规定：

表 2 数据中心能效效率限额指标（PUE）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1．35
全年能源消耗量

≤2万吨标准

全年能源消耗量

＞2万吨标准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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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等价值) 煤(等价值)

1.20 1.30

河北省《数据中心能源效率限额引导性指标》DB13/T 5609-2022 规定：

表 3 数据中心能源效率限额引导性指标

项 目 引导性指标

能源效率

（电能比）

1 2 3

≤1.20 ≤1.30 ≤1.44

内蒙古自治区《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限额》DB15/T 2231-2021 规定：

表 4 数据中心能效等级指标

项 目 能效等级

能源使用效率
1 2 3

1.20 1.30 1.40

3.3 技术判定

3.3.1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评价应按能效水平和技术水平两部分进行评

价，能效水平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技术水平分为优秀、良好、基础三个等

级，各等级指标见表 3.3.1。

表 3.3.1 能效水平（设计）评定

等级 S≥90 80＜S≤90 70＜S≤80

甲等 甲等优秀级 甲等良好级 甲等基础级

乙等 乙等优秀级 乙等良好级 乙等基础级

丙等 丙等优秀级 丙等良好级 丙等基础级

注：表中 S代表技术水平得分。

3.3.2 设计阶段的能效水平评价应按照表 3.3.2 评定。

表 3.3.2 能效水平（设计）评定

等级 能 效 要 求

甲等 AUE00、AUE25、 AUE50、AUE75中应至少 3项达到表 3.2.1 规定的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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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平均值应达到表 1规定的 1级

乙等
AUE00、AUE25、 AUE50、AUE75中应至少 3项达到表 3-1 规定的 2级，且

平均值应达到表 1规定的 2级

丙等
AUE00、AUE25、 AUE50、AUE75中至少 2项达到表 3-1 规定的 2级，且平

均值宜达到表 1规定的 3级。

3.3.3 运行阶段的能效水平评价应按照表 3.3.3 评定。

表 3.3.3 能效水平（运行）评价

等级 能 效 要 求

甲等 AUEY及 AUEY-M均达到表 3.2.1 规定的 1级

乙等 AUEY及 AUEY-M均达到表 3.2.1 规定的 2级

丙等 AUEY及 AUEY-M之一达到表 3.2.1 规定的 2级

3.3.4 技术先进性指标应按照附录 B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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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设计技术要求

4.1.1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及改扩建的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AUE 设计值宜符合表 3.2.2 规定的

引导值，且不得高于表 3.2.2 规定的准入值。

2 新建及改扩建的中小型数据中心，AUE设计值应符合表3.2.2规定的准入值；

技术经济合理时，AUE 设计值宜以表 3.2.2 规定的引导值为目标。

4.1.2 数据中心设计阶段的制冷空调系统的电能比设计值应按照公式 4.1.2-1～

公式 4.1.2-4 分别测算 AUE00、AUE75、AUE50、AUE25的设计值。

1 工况一（信息设备满载工况）：

𝐴𝑈𝐸00 =
𝐸𝐴−00

𝐸𝐼𝑇−00
4.1.2 − 1

式中：

𝐴𝑈𝐸00——数据中心按照信息设备满载时，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利用效率按年

计算的运行平均值；

𝐸𝐴−00——在信息设备满载时，对应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实际消耗

量，kW·h；

𝐸𝐼𝑇−00——数据中心信息设备满载时年电能消耗量，kW·h。

2 工况二（信息设备负载 75%工况）：

𝐴𝑈𝐸75 =
𝐸𝐴−75

𝐸𝐼𝑇−75
4.1.2 − 2

式中：

𝐴𝑈𝐸75——数据中心按照信息设备负载 75%时，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利用效率

按年计算的运行平均值；

𝐸𝐴−75——按照信息设备负载 75%时，对应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实际

消耗量，kW·h；

𝐸𝐼𝑇−75——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载 75%时的年电能消耗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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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况三（信息设备 50%负载工况）：

𝐴𝑈𝐸50 =
𝐸𝐴−50

𝐸𝐼𝑇−50
4.1.2 − 3

式中：

𝐴𝑈𝐸50——数据中心按照信息设备满载时，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利用效率按年

计算的运行平均值；

𝐸𝐴−50——在信息设备负载 75%时，对应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实际消

耗量，kW·h；

𝐸𝐼𝑇−50——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载 75%时的年电能消耗量，kW·h。

4 工况四（信息设备 25%负载工况）—公式 4.1.2-4：

𝐴𝑈𝐸25 =
𝐸𝐴−25

𝐸𝐼𝑇−25
4.1.2 − 4

式中：

𝐴𝑈𝐸25——数据中心按照信息设备上架率 50%且设备负载率 50%时，制冷空调

系统年能源利用效率按年计算的运行平均值；

𝐸𝐴−25——按照信息设备上架率 50%且设备负载率 50%时，对应的数据中心制冷

空调系统年能源实际消耗量，kW·h；

𝐸𝐼𝑇−25——数据中心信息设备上架率 50%且设备负载率 50%时的年电能消耗量，

kW·h。

【条文说明】

《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9-2021 规定：

1 信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数据计算处理设备：如服务器、工作站、小型主机、信息安全设备等；

数据交换处理设备：如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网络分析仪、负载均衡设

备等；

数据存储处理设备：如磁盘存储阵列、光盘库存储设备、磁带存储设备等；

辅助电子设备：如网络管理系统、可视化显示和控制终端等安装在主机房内

的电子设备。

2 冷却系统（制冷空调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机房内所使用的末端空调设备：房间级、行级、机柜级、芯片级空调和机房

温度调节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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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冷却系统：风冷、水冷、蒸发冷却空调设备和空调制冷输送设备等；

新风系统：新风机及送风、回风风机、风阀等。

4.1.3 风冷式制冷空调系统的用电量应按照公式4.1.3-1～公式4.1.3-4分别测算

𝐸𝐴−00、𝐸𝐴−75、𝐸𝐴−50、𝐸𝐴−25的设计值。

1 工况一（信息设备满载工况）

𝐸𝐴−00 = 8760 × 𝑃𝐴−00−𝑎 × 𝑇𝐷−𝑎＋𝑃𝐴−00−𝑏

× 𝑇𝐷−𝑏＋𝑃𝐴−00−𝑐× 𝑇𝐷−𝑐＋𝑃𝐴−00−𝑒× 𝑇𝐷−𝑐＋𝑃𝐴−00−𝑒× 𝑇𝐷−𝑒 4.1.3

− 1

式中：

𝑃𝐴−00−𝑎～𝑃𝐴−00−𝑒——在信息设备满载及表 4.1.5-1 室外特性点条件下，测算

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𝐷−𝑎～𝑇𝐷−𝑒——室外干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区

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0.1。

2 工况二（信息设备负载 75%工况）

𝐸𝐴−75 = 8760 × 𝑃𝐴−75−𝑎 × 𝑇𝐷−𝑎＋𝑃𝐴−75−𝑏

× 𝑇𝐷−𝑏＋𝑃𝐴−75−𝑐× 𝑇𝐷−𝑐＋𝑃𝐴−75−𝑒× 𝑇𝐷−𝑐＋𝑃𝐴−75−𝑒× 𝑇𝐷−𝑒 4.1.3

− 2

式中：

𝑃𝐴−75−𝑎～𝑃𝐴−75−𝑒——在信息设备负载 75%工况及表 4.1.5-1 室外特性点条件

下，测算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𝐷−𝑎～𝑇𝐷−𝑒——室外干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区

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0.1。

3 工况三（信息设备负载 50%工况）

𝐸𝐴−50 = 8760 × 𝑃𝐴−50−𝑎 × 𝑇𝐷−𝑎＋𝑃𝐴−50−𝑏

× 𝑇𝐷−𝑏＋𝑃𝐴−50−𝑐× 𝑇𝐷−𝑐＋𝑃𝐴−50−𝑒× 𝑇𝐷−𝑐＋𝑃𝐴−50−𝑒× 𝑇𝐷−𝑒 4.1.3

− 3

式中：

𝑃𝐴−50−𝑎～𝑃𝐴−50−𝑒——在信息设备负载 50%工况及表 4.1.5-1 室外特性点条件

下，测算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𝐷−𝑎～𝑇𝐷−𝑒——室外干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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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0.1。

4 工况四（信息设备负载 25%工况）

𝐸𝐴−25 = 8760 × 𝑃𝐴−25−𝑎 × 𝑇𝐷−𝑎＋𝑃𝐴−25−𝑏

× 𝑇𝐷−𝑏＋𝑃𝐴−25−𝑐× 𝑇𝐷−𝑐＋𝑃𝐴−25−𝑒× 𝑇𝐷−𝑐＋𝑃𝐴−25−𝑒× 𝑇𝐷−𝑒 4.1.3

− 4

式中：

𝑃𝐴−25−𝑎～𝑃𝐴−25−𝑒——在数据中心按照信息设备上架率 50%且设备负载率 50%

及表 4.1.5-1 室外特性点条件下，测算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𝐷−𝑎～𝑇𝐷−𝑒——室外干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区

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0.1。

4.1.4 水冷式制冷空调系统的用电量应按照公式 4.1.4-1～公式 4.1.4-2 测算

𝐸𝐴−00、𝐸𝐴−75、𝐸𝐴−50、𝐸𝐴−25的设计值。

1 工况一（信息设备满载工况）

𝐸𝐴−00 = 8760 × 𝑃𝐴−00−𝑎 × 𝑇𝑊−𝑎＋𝑃𝐴−00−𝑏

× 𝑇𝑊−𝑏＋𝑃𝐴−00−𝑐× 𝑇𝑊−𝑐＋𝑃𝐴−00−𝑒× 𝑇𝑊−𝑐＋𝑃𝐴−00−𝑒× 𝑇𝑊−𝑒 4.1.4

− 1

式中：

𝑃𝐴−00−𝑎～𝑃𝐴−00−𝑒——在信息设备满载及表 4.1.5-2 室外特性点条件下，测算

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𝑊−𝑎～𝑇𝑊−𝑒——室外湿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

区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0.2。

2 工况二（信息设备负载 75%工况）

𝐸𝐴−75 = 8760 × 𝑃𝐴−75−𝑎 × 𝑇𝑊−𝑎＋𝑃𝐴−75−𝑏

× 𝑇𝑊−𝑏＋𝑃𝐴−75−𝑐× 𝑇𝑊−𝑐＋𝑃𝐴−75−𝑒× 𝑇𝑊−𝑐＋𝑃𝐴−75−𝑒× 𝑇𝑊−𝑒 4.1.4

− 2

式中：

𝑃𝐴−75−𝑎～𝑃𝐴−75−𝑒——在信息设备负载 75%工况及表 4.1.5-2 室外特性点条件

下，测算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𝑊−𝑎～𝑇𝑊−𝑒——室外湿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

区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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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况三（信息设备负载 50%工况）

𝐸𝐴−50 = 8760 × 𝑃𝐴−50−𝑎 × 𝑇𝑊−𝑎＋𝑃𝐴−50−𝑏

× 𝑇𝑊−𝑏＋𝑃𝐴−50−𝑐× 𝑇𝑊−𝑐＋𝑃𝐴−50−𝑒× 𝑇𝑊−𝑐＋𝑃𝐴−50−𝑒× 𝑇𝑊−𝑒 4.1.4

− 31

式中：

𝑃𝐴−50−𝑎～𝑃𝐴−50−𝑒——在信息设备负载 50%工况及表 4.1.5-2 室外特性点条件

下，测算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𝑊−𝑎～𝑇𝑊−𝑒——室外湿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

区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1.5-2。

4 工况四（信息设备负载 25%工况）

𝐸𝐴−25 = 8760 × 𝑃𝐴−25−𝑎 × 𝑇𝑊−𝑎＋𝑃𝐴−25−𝑏

× 𝑇𝑊−𝑏＋𝑃𝐴−25−𝑐× 𝑇𝑊−𝑐＋𝑃𝐴−25−𝑒× 𝑇𝑊−𝑐＋𝑃𝐴−25−𝑒× 𝑇𝑊−𝑒 4.1.4

− 4

式中：

𝑃𝐴−25−𝑎～𝑃𝐴−25−𝑒——在数据中心按照信息设备上架率 50%且设备负载率 50%

及表 4.1.5-2 室外特性点条件下，测算的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总功率，kW；

𝑇𝑊−𝑎～𝑇𝑊−𝑒——室外湿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

区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中表 A.0.2。

4.1.5 风冷式制冷空调系统能效测算特性状态点见表 4.1.5-1；水冷式制冷空调系

统能效测算特性状态点见表 4.1.5-2。

表 4.1.5-1 风冷式测算状态特性点

项 目 参 数
状态特性点

a b c d e

室内环境参数 符合设计要求

室外干球温度 ℃ 设计值 25 15 5 -5

注：室外干球温度设计值应符合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 50736 要求的夏季空调设计参数。

表 4.1.5-2 水冷式测算状态特性点

项 目 参 数 状态特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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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室内环境参数 符合设计要求

室外湿球温度 ℃ 设计值 20 13.5 5.5 0

注：室外湿球温度设计值应符合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GB 50736 要求的夏季空调设计参数。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参照《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9-2021 及《蒸气压

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1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机

组》GB/T 18430.1-2024。

4.1.6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在设计阶段应进行能效指标核算，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核查制冷空调系统图、主要设备参数、控制原理和采取的节能措施等；

2 核算制冷空调系统供年用电量、IT 系统年用电量；

3 核算制冷空调系统全年能效比。

4.1.7 应设置制冷空调系统的能效监管控系统并具备以下功能：

1 具备能耗监测和记录，定时数据采集，采集频率不应大于 1 次/h；

2 具备能耗分项计量，应分为信息设备系统、制冷空调系统、配电及其他系

统；

3 具备冷热通道环境监控功能，监控参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

计规范》GB 50174 的要求

4 应具备 PUE 及 AUE 统计与分析功能；

5 宜具备人工智能能效分析功能。

【条文说明】

目前大多数的数据中心的制冷与空调设施已设置监控系统，一般具有如下功

能：

1 监控系统宜接入制冷与空调设施的运行参数，当参数异常时，监控系统告

警。

2 冷通道温、湿度宜纳入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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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为主机房敷设在地板下的空调水管设置漏水监测装置。

4 制冷与空调宜设置群控功能，同一组群的空调设备，还应有措施避免机组

之间出现运行状态相反的情况。

5 监控系统应能完成制冷与空调系统加减载的顺序操作。

6 制冷与空调系统设有冗余时，监控系统应能自动投入备用设施，替换故障

组件或故障子系统。

7 制冷与空调系统设有多种运行模式时，监控系统应能根据室外气象条件选

择并平滑切换运行模式。

8 设有应急冷源的制冷与空调系统，其监控系统应能实现应急冷源的自动充

冷、放冷和再次充冷，并应避免不满足温度要求的冷却介质进入末端空调。

9 制冷与空调的监控系统应满足设备的启、停间隔要求。

10 冬季运行的新风机组、空调机组、冷却塔、干冷器等，设置了防冻设施时，

应对防冻效果进行监控。

11 制冷与空调的监控系统宜具备存储历史数据的功能，并可利用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以优化系统运行。

12 监控系统宜具备区分访问等级与操控权限的功能。

4.2 运行技术要求

4.2.1 数据中心正常投入使用一年后，应对制冷空调系统的运行能效指标进行评

估，运行能效指标评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评估时间以一个自然年为周期；

2 有分项计量监控系统的，运行能耗应直接采用分项计量的能耗数据，并对

其计量仪表进行检查、校核后采用；无分项计量监控系统的，按照第 4.2.5 条进

行 AHUY测算。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考虑制冷空调系统运行过程中能效的季节波动性。

4.2.2 数据中心正常投入使用一个自然年后，AUEY超过设计值，宜针对制冷空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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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进行系统分析；AUEY超过表 3.2.2 规定的限定值，应针对制冷空调及控制

系统进行调适。

4.2.3 数据中心正常投入使用后，AUEY连续两个自然年超过表 3.2.2 规定的限定值，

应针对制冷空调及控制系统进行节能诊断与技术改造。

【条文说明】

目前国内多数省市对数据中心能耗双控做了相应的规定，所以通过节能改造

提高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的运行能效能，能够有效的降低数据中心的 PUE 值。

北京市 2021 年 7 月规定：2026 年起，对于上一年度实际运行 PUE 值超过

1.35 的数据中心将实施差别电价。

上海市 2024 年发布的《上海市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算力浦江”智

算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存量改造智算中心 PUE 值

将降至 1.4 以下。

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支持内蒙古和林格尔集群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加强存量数据中心绿色化改造，有序腾退年均 PUE 值高于 1.5 的落后数据中心。

青海省的《青海省重点领域数据中心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工作方案》规定：到

2025 年，现有数据中心电能比普遍不超过 1.5。

四川省《成都市数据中心建设规定（2022 年版）》规定：PUE 高于 1.5 的

老旧数据中心应开展绿色节能改造，改造后 PUE 应不高于 1.3。

广东省深圳市《国家碳达峰试点（深圳）实施方案》规定：推进大中型数据

中心节能改造，逐步改造或淘汰电能利用效率（PUE）高于 1.4 的数据中心。

4.2.4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运行阶段的 AUEY统计与测算方法如下：

1 当统计期内数据中心信息设备月能源实际消耗量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偏差小

于等于 50%时，应按照公式 4.2.4-1 计算 AUEY。

𝐴𝑈𝐸𝑌 𝑌 =
𝐸𝐴−𝑌

𝐸𝐼𝑇−𝑌
（4.2.4 − 1）

式中：

𝐴𝑈𝐸𝑌 𝑌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利用效率按年计算的实际运行值；

𝐸𝐴−𝑌——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实际消耗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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𝐸𝐼𝑇−𝑌——数据中心信息设备年能源实际消耗量，kW·h；

2 当统计期内数据中心信息设备的月能源实际消耗量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偏差

大于 50%，应按照公式 4.2.4-2 逐月统计并计算 AUEY。

𝐴𝑈𝐸𝑌(𝑀) =
1
12 𝐸𝐴−𝑀 𝑖

𝐸𝐼𝑇−𝑀 𝑖
∑

12
（4.2.4 − 2）

式中：

𝐴𝑈𝐸𝑌(𝑀)——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年能源利用效率按月统计计算的实际平均

运行值；

𝐸𝐴−𝑀 𝑖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月能源实际消耗量，kW·h；

𝐸𝐼𝑇−𝑀 𝑖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月能源实际消耗量，kW·h；

【条文说明】

当一年内的逐月信息设备的用电量偏差较大时，计算的年统计与逐月统计的

AUEU有较大误差，一般情况下使用年统计略低，所以为了科学合理的评价 AUEU，应

按照逐月计算值进行计算。

4.2.5 风冷式制冷空调系统能源利用率 AUEY 现场测试方法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1 第一步，在数据中心实际运行负载条件下，在一年内应选取至少 5 个不同

时段，每个时段至少包含 1个表 4.1.5-1 所规定的 a～e特性工况点，分别连续测

量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总功率和信息设备总功率。在制冷和信息系统稳定状态

下，连续测量不小于 24h，其间测量的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10min。

2 第二步，应选取稳定在表 4.1.5-1 所规定的 a特性工况点±2℃范围内测试

条件下测得的功率为有效数据，对制冷空调系统总功率和信息设备总功率有效数

据分别进行算数平均，得到该工况点对应功率值。

3 第三步，应按照公式 4.2.5-1 计算 AUEi(T)，通过插值法，将计算结果转换为

表 4.1.5-1 中 a～e 特性工况点对应的修正值 AUEa（T）。

𝐴𝑈𝐸𝑖(𝑇) =
𝑃𝐴−𝑡−𝑖

𝑃𝐼𝑇−𝑡−𝑖
（4.2.5 − 1）

式中：

𝑃𝐴−𝑡−𝑖——制冷空调系统测试时段的平均功率测试值，kW；

𝑃𝐼𝑇−𝑡−𝑖——信息设备测试时段的平均功率测试值，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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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步，以此类推重复第二步及第三步，应分别测出 AUEb（T）、AUEc（T）、

AUEd（T）、AUEe（T），并按照公式 4.2.5-2 计算 AUEY(T)。

𝐴𝑈𝐸𝑌(𝑇) = 𝐴𝑈𝐸𝑎 × 𝑇𝐷−𝑎 + 𝐴𝑈𝐸𝑏 × 𝑇𝐷−𝑏 + 𝐴𝑈𝐸𝑐 × 𝑇𝐷−𝑐 + 𝐴𝑈𝐸𝑑 × 𝑇𝐷−𝑑 +

𝐴𝑈𝐸𝑒 × 𝑇𝐷−𝑒 （4.2.5 − 2）

式中：

𝐴𝑈𝐸𝑎～𝐴𝑈𝐸𝑒——采用差值法后对应表 4.1.5-1 中 a～e 特性工况点的修正

值；

𝑇𝐷−𝑎～𝑇𝐷−𝑒——室外干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

区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表 A.0.1。

4.2.6 水冷式制冷空调系统能源利用率 AUEY 现场测试方法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1 第一步,在数据中心实际运行负载条件下，在一年内选取不少于 5个不同时

段，每个时段至少包含 1个表 4.1.5-2 所规定的 a～e特性工况点，分别连续测量

数据中心制冷空调系统总功率和信息设备总功率。在制冷和信息系统稳定状态下，

连续测量不小于 24h，其间测量的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10min。

2 第二步,选取稳定在表 4.1.5-2 所规定的 a～e特性工况点±1.5℃范围内测

试条件下测得的功率为有效数据，对制冷空调系统总功率和信息设备总功率有效

数据分别进行算数平均，得到该工况点对应功率值。

3 第三步,按照公式 4.2.5-1 计算 AUEi(T) ，通过插值法，将计算结果转换为表

4.1.5-2 中 a～e 特性工况点对应的修正值 AUEa（T）。

4 第四步,以此类推，应分别测出 AUEb（T）、AUEc（T）、AUEd（T）、AUEe（T），并按照

公式 4.2.6-1 计算 AUEY(T)。

𝐴𝑈𝐸𝑌(𝑇) = 𝐴𝑈𝐸𝑎 × 𝑇𝑊−𝑎 + 𝐴𝑈𝐸𝑏 × 𝑇𝑊−𝑏 + 𝐴𝑈𝐸𝑐 × 𝑇𝑊−𝑐 + 𝐴𝑈𝐸𝑑 × 𝑇𝑊−𝑑 +

𝐴𝑈𝐸𝑒 × 𝑇𝑊−𝑒 （4.2.6 − 1）

式中：

𝐴𝑈𝐸𝑎～𝐴𝑈𝐸𝑒——采用差值法后对应表 4.1.5-2 中 a～e 特性工况点的修正值；

𝑇𝑊−𝑎～𝑇𝑊−𝑒——室外湿球温度分布系数，表示每个特性状态点所代表的温度

区间在某地区全年温度分布的时间占比，见附录 A表 A.0.2。

4.2.7 数据中心的能源计量与监控系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

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的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完善能源计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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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开展计量器具检定校准，能源计量数据应真实、准确、完整且可溯源。

4.2.8 数据中心应具有能源利用统计分析制度，奖惩办法和长效考评机制，并有

效实施，建立能源效率统计、计算和评价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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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国部分城市的温度分布系数表

（资料性）

表 A.0.1 典型城市干球温度分布系数表

城市

状态特性点(℃)

≥30 30＞T≥20 20＞T≥10 10＞T≥0 T＜0

a b c d e

哈尔滨 0.8% 21.1% 22.5% 17.2% 38.5%

长春 0.1% 21.6% 26.9% 16.5% 34.9%

呼和浩特 0.9% 18.0% 26.2% 21.4% 33.5%

乌鲁木齐 2.2% 23.9% 24.4% 17.5% 31.9%

沈阳 0.9% 26.2% 25.7% 15.5% 31.7%

西宁 0.0% 7.5% 35.4% 30.6% 26.4%

太原 2.2% 25.1% 26.1% 23.8% 22.9%

银川 1.5% 22.0% 31.1% 22.7% 22.6%

北京 4.8% 31.3% 22.4% 21.7% 19.8%

兰州 2.0% 20.5% 33.1% 24.6% 19.7%

拉萨 0.0% 6.1% 40.0% 37.2% 16.7%

天津 5.2% 31.8% 23.0% 25.8% 14.3%

石家庄 4.8% 30.4% 25.1% 28.2% 11.4%

济南 5.1% 35.5% 23.5% 25.3% 10.5%

西安 6.4% 31.8% 22.4% 29.0% 10.4%

郑州 5.9% 32.4% 25.8% 29.5% 6.4%

南京 4.8% 36.9% 29.5% 28.8% 0.0%

合肥 8.2% 36.1% 27.4% 28.4% 0.0%

上海 7.3% 37.5% 28.3% 26.8% 0.0%

长沙 10.2% 34.1% 32.9% 22.9% 0.0%

昆明 0.0% 25.6% 54.6% 19.8% 0.0%

武汉 10.1% 32.1% 31.0% 26.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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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5.3% 32.8% 29.4% 32.4% 0.0%

南昌 9.8% 38.1% 29.7% 22.5% 0.0%

贵阳 0.1% 34.5% 37.9% 27.5% 0.0%

成都 3.9% 37.3% 31.3% 27.6% 0.0%

福州 9.7% 46.8% 34.3% 9.2% 0.0%

广州 10.8% 58.9% 27.1% 3.1% 0.0%

桂林 7.5% 42.9% 37.3% 12.4% 0.0%

南宁 11.5% 56.8% 27.9% 3.9% 0.0%

海口 14.1% 70.3% 15.5% 0.2% 0.0%

重庆 8.4% 38.2% 40.3% 13.1% 0.0%

注：表中计算与统计的数据来源为《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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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2 典型城市湿球温度分布系数表

城市

状态特性点(℃)

≥23 17＞T≥23 10＞T≥17 1＞T≥10 T＜1

a b c d e

呼和浩特 0.1% 6.6% 24.9% 22.0% 46.3%

哈尔滨 0.5% 17.9% 16.3% 20.4% 44.8%

长春 0.2% 14.7% 21.7% 21.6% 41.8%

西宁 0.0% 0.4% 25.9% 32.9% 40.8%

拉萨 0.0% 0.0% 17.1% 44.5% 38.5%

沈阳 2.5% 16.9% 22.1% 20.1% 38.4%

乌鲁木齐 0.0% 2.0% 32.8% 27.3% 37.9%

太原 1.6% 16.0% 24.7% 22.5% 35.1%

银川 0.0% 12.9% 29.1% 24.4% 33.6%

北京 8.8% 19.6% 17.8% 22.0% 31.7%

兰州 0.0% 6.9% 34.7% 26.8% 31.6%

石家庄 7.2% 22.0% 20.4% 23.6% 26.8%

天津 11.2% 18.9% 18.3% 25.8% 25.7%

西安 9.0% 21.1% 21.6% 28.4% 19.9%

济南 8.8% 22.5% 19.2% 29.8% 19.7%

郑州 10.1% 22.5% 19.1% 31.4% 16.9%

杭州 16.8% 21.0% 22.9% 31.0% 8.4%

合肥 19.8% 22.3% 21.4% 29.9% 6.6%

南京 16.6% 22.6% 24.0% 30.7% 6.0%

上海 22.0% 23.3% 19.4% 30.0% 5.3%

贵阳 0.6% 33.2% 32.5% 30.2% 3.5%

武汉 22.9% 18.8% 24.3% 30.5% 3.5%

南昌 24.4% 23.6% 21.7% 27.4% 2.8%

长沙 21.8% 24.8% 22.5% 30.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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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0.0% 22.4% 40.7% 37.0% 0.0%

成都 14.3% 29.2% 21.7% 34.9% 0.0%

福州 28.5% 26.3% 26.1% 19.2% 0.0%

广州 40.9% 26.6% 22.0% 10.6% 0.0%

桂林 28.8% 23.4% 23.7% 24.1% 0.0%

南宁 39.1% 28.5% 23.8% 8.7% 0.0%

海口 56.5% 31.1% 11.9% 0.5% 0.0%

重庆 17.5% 30.7% 29.7% 22.1% 0.0%

注：表中计算与统计的数据来源为《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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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技术水平评价指标

（资料性）

表 B.0.1 技术水平评价指标

序号 技术类别 技术先进性
最高

分值

1 系统高效

1）若甲等，则 AUE00、AUE25、 AUE50、AUE75

的平均值（或 AUEY与 AUEY-A的平均值）比 1

级指标值每低 0.01,加 5 分；

2）若乙等，则 AUE00、AUE25、 AUE50、AUE75

的平均值（（或 AUEY与 AUEY-A的平均值））

比 2级指标值每低 0.02,加 5 分；

2）若丙等，则 AUE00、AUE25、 AUE50、AUE75

的平均值（或 AUEY与 AUEY-A的平均值）比 3

级指标值每低 0.04,加 5 分。

20

2 产品先进

1）制冷空调设备选用能效达到现行国家标

准要求的 1级能效产品，每类产品得 5分；

2）制冷空调设备选用能效达到现行国家标

准要求的 2级能效或节能评价值的产品，

每类产品得 3分。

（制冷空调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冷水机组、

循环水泵、冷却塔、新风机等设备）

25

3 环控合理

1）根据季节调整湿度设定点，运行策略合

理可靠，并得到实施，得 5分。

2）根据季节调整温度设定点，运行策略合

理可靠，并得到实施，得 5分。

10

4 新风节能

1）新风系统采用变风量的调节方式，满足

人员要求并可维持室内正压所需最小风

量，得 5分；

2）新风系统采用变送风温度的调节方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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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季节工况调整送风温度，得 5分；

5 智慧调优

1）制冷空调系统设有多种运行模式时，监

控系统应能根据室外气象条件选择并平滑

切换运行模式，得 5分；

2）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化调优及能

效分析，得 5分

3）应具备能耗监测和记录，定时数据采集，

采集频率不应大于 1 次/h，数据存储不低

于 2年，得 5分；

4）应具备能耗分项计量，应分为信息设备

系统、制冷空调系统、配电及其他系统，

得 5分；

5）应具备逐日 PUE 及 AUE 统计与分析功

能，得 5分。

25

6 管理科学

1）能源计量与监控系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

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GB 17167 的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定期开展计量器具检

定校准，得 5分。

2）应具有能源利用统计分析制度，奖惩办

法和长效考评机制，并有效实施，建立能

源效率统计、计算和评价结果的文件档案，

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得 5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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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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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1《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2《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462

3《互联网数据中心工程技术规范》GB 51195

4《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维护标准》GB/T 51314

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6《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1部分：术语》GB/T 32910.1

7《数据中心 资源利用 第 3部分：电能能效要求和测量方法》GB/T 32910.3

8《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40879

9《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总体技术要求》GB/T 44463

10 《建筑节能气象参数标准》JGJ/T 346-2014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团体标准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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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BEE XXX-20XX

条文说明



32

编制说明

《XXX》T/CABEE 00X-2021经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220XX 年 X 月 XX 日以国建节协标第

X 号公告批准发布。

(第二段为标准内容介绍……)

为了便于……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XXX》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

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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